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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译《中医妇科学》的几点体会
曲 凡 周 珏

作者单位：黑龙江中医药大学（哈尔滨![PPSP）

G17：PS[!‘ROOROQ%[

笔者对导师马宝璋教授主编的国家本科规划教材《中医妇

科学》（第O版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!##T）进行了英译，同时

还与一些学习中医的外国留学生进行了广泛交流。下面就中

医妇科学的英译问题谈几点体会。

! 中医妇科学名词术语的英译

!a! 应以解释性翻译为主，不必刻意追求高信息密度。

译者对中医妇科学理论的理解要准确、透彻，这样的译语才能

做到“信”、“达”。如英译“五不女”时，就要明确其所指为女性

先天生理缺陷和畸形所致的不孕，故译为“V(A15CI1;-991=671
;51<(7(5CB,15-:-2312(56796:5-<;”；再如“经行吐衄”要明晰其具

体的含义，故译为“)61=651=1;(;62B1I(;56Z(;_(5’(2=12;5<,6>
5(-2”；“盛胎”所指的是受孕之初，按月行经而无损于胎儿的，这

里的“按月行经”有别于正常情况下的月经，如译做“=12;5<,6>
5(-2”就不能传达其确切含义，译为“*12-<<’16655’1?13(22(23
-9I<13262:C”为佳。中医妇科学名词术语的英译的最大难点就

在于准确把握原词的确切内涵，力争真实地再现原文信息。

!a% 准确掌握名词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区别。如

中医学的“胞宫”除了包括子宫的实体外，还包括两侧的输卵管

和卵巢，虽然它也有“子宫”的别名，但此“子宫”远非彼“子宫”，

故将其译为“,51<,;”就不准确，应音译为“/6->3-23”；再如“崩

漏”与西医的“功血”并不完全对应，译为“UC;9,2:5(-267,51<(21
?711B(23”就与原文有一定距离，根据“崩漏”的定义：妇女不在行

经期间，阴道突然大量出血，或淋漓下血不断者，同时结合二者

间的相互 关 系：“崩 为 漏 之 甚；漏 为 崩 之 渐”将 其 译 为“*15>
<-;56Z(;62B=15<-<<’63(6”更妥。

!aQ 从西医名词术语的英译语中探寻中医妇科名词术语

的相关词素。在词素层面翻译中，构成原文词的每一个词素在

译入语的对应词中有一定的相应词素。词素层面是分析词汇

的基础和依据，是学习和掌握英语词汇的钥匙，还是中医妇科

学名词术语词素层面汉英翻译中的有效翻译成分。采用词素

翻译法，可使中医妇科名词术语译语信息密度提高、科学性增

强。如“肾阳虚型不孕”译为“)CI-21I’<-C623;51<(7(5C”；“脾阳

虚型带下”译为“)CI-;I712-C62371,W-<<’63(6”。根据科技英语

的词素构词法原则，可以大胆灵活地进行词素翻译，如“胞宫虚

寒”译为“&5’12(:9<(3(B(5C(2I6-3-23”。

%“辨证”英译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，英译中

医妇科学同样也需要“辨证”。众所周知，英文属形合性语言，

汉语属意合性语言。中医妇科学语言往往言简意赅，有些词汇

具有多层含义。这就决定了同一个中医妇科学词汇，在不同的

环境中译语也会有所不同，这并不是因为要避免重复，而是出

于准确透彻再现原文信息的需要。如“带下”一词有广义、狭义

之分，广义带下泛指妇产科疾病而言；而狭义带下又有生理病

理之别，因此“带下医”中的“带下”应取其广义而译为“LC21:-7>
-3(;562B-?;515<(:(62(262:(1255(=1;”。《傅青主女科》中的“夫

带下俱是湿症”及《素问·骨空论》所说的“任脉为病⋯⋯女子带

下瘕聚”中的“带下”就应取其病理性的狭义带下之意而译，故

译为“71,W-<<’63(6”。而《沈氏女科缉要》引王孟英说“带下，女

子生而即有，津津常润，本非病也”中的“带下”是指生理性的狭

义带下之意，译为“B(;:’6<31”为妥。

总之，中医妇科学英译的要旨在于向读者传达古老的中医

妇科学知识，而不是文学或哲学知识。所以，在将源语言转化

为目标语言的英译过程中既要考虑目标语言读者的承受能力，

又要强调翻译的科学性、简洁性、标准性和信息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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